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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南京突发疫情的网络舆论危机管理思考 

李逸晗 魏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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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与社会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摘 要】：作为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网络在公共事件的政民沟通中发挥着桥梁作用，如何管理网络舆论一直

是国家发展民主政治的重要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网络舆论危机管理面临新的挑战，南京疫情舆论危机作

为疫情中具有代表性的一次事件，通过分析此次南京政府网络舆论管控危机的成因，可以为未来政府探索网络舆论

危机的管理路径提供经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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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危机管理制度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下的功能性与保障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下的人民性与发展性设计

和建立，已经通过了时间的检验，并在不断优化完善，在数次国家重大风险中经受住了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互联网

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为体系化的网络舆论治理指明了建设方向。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在我国人民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网络舆论虽存在不可控的潜在危害，但却是民众想法的真实反映，能够暴露社会在发展中不可

避免的一些问题。只有积极应对网络舆论危机，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1 疫情下的网络舆论危机研究背景 

乌尔里希·贝克在与学者邓正来、沈国麟的对话中提到：“通过个人行动、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公众尤其可以对地方性

的环境问题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既能影响政府，也能影响企业。据笔者所知，这正是中国所缺失的”。随着中国社会飞速进

步，依托互联网优势，中国民众的话语权不断开阔，中国民众对社会变革的影响在不断加大，这句话已不能再客观反映中国的舆

论现状。截至北京时间 2021年 8月 27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

告显示，截至 2021 年 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10.11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1.6%。网络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已成为普及率

最广的交流平台。由于公众无法做到完全理性，所以公共舆论本身带有主观的非理性因素，所以如何管理网络舆论的危机异常困

难。网络舆论空间不仅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带来影响，也不断影响着政治风向。 

2020 年初，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民众获取疫情资讯的渠道几乎只剩网络，公众的情绪压力越积越多，各种围绕疫情的讨

论也越来越激烈。趁此机会，西方敌对势力也开始大肆入侵中国网络环境，企图将疫情暴发的源头甩给中国。各种“网络公知”

也为了利益，通过道听途说的虚假黑料，捏造中国疫情的防控状况负面报道，这些虚假舆论流传到国外，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

了影响。在应对诸如疫情此类危机公共事件时，如何处理网络公共舆论，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正常经济生产生活，对政府而

言是一项值得深入研究的复杂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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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 20日，南京禄口机场向江宁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疫情。8月 19日，南京市全域转为低风险区域。9

月 13日，南京在院治疗本土确证病例清零，南京最终打赢了疫情攻坚战。虽然这次突发疫情给南京政府做出反应的时间并不充

裕，但是仍然有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影响了整体疫情管理的推进，带来了比预期严重的网络舆论危机。面对此次疫情暴露出的网络

舆论管控危机，南京政府对网络公共舆论危机管理的探究尤为迫切。 

2 网络舆论的特征 

2.1网络集群性 

网络公共舆论之所以威力强大，是因为能在群体中，网民更易获得归属感，众多力量汇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引起舆论的浪

潮。在多起危害社会公平的事件中，网络集群性的团结力带来的话语权是巨大的，在这些事件中，公共利益受到了维护。但是当

舆论风向受到有意误导的操控时，网络集群的舆论就变成了误伤的乱剑，对社会稳定和公民利益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2.2虚拟空间的隐蔽性 

作为“躲在 ID 后面的人”,网民在发表舆论的同时，会依赖网络匿名的保护，将情绪上的不满通过不负责任的言论发泄出

来。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发声的权利，但是当恶意的言论产生，无法及时发现处理时，躲在虚拟身份后面的网民会受到网络

“破窗效应”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舆论的发泄狂欢将造成网络舆论暴力，带来巨大的危害。 

2.3大数据精准推送造成的导向性 

算法在倾听用户，在理解用户意图的同时从中精准筛选出大数据，不断推送符合用户兴趣的东西，这意味着网络交流产生了

新的变革，这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是网络数据与人的交流。在不断收集用户喜好的同时，大数据也能精准推送用户感兴

趣的热点话题，甚至筛选出符合用户价值取向的相关言论，但是在看似节约时间的同时，用户获取不同声音的渠道被阻断，这样

一来，网络巨头不仅可以指挥商业上的购买潮流，也插手了舆论的风向的操纵。 

3 南京新冠疫情舆论风暴的成因 

此次南京新冠疫情带来的舆论震动是由于多种因素结合产生的，在新冠疫苗大规模接种，民众的紧张情绪有所缓解的时间

段中，南京疫情由于初期管控不成熟，波及范围较广，带动了全国的舆论热潮。此次围绕南京疫情舆论危机事件，笔者认为成因

有如下几点。 

3.1“疫苗无效论”的散播 

随着疫苗接种的逐步推进，新冠疫情也被逐步控制，人民的生产生活都逐渐回归疫情前的节奏。当人民的紧张情绪逐渐松弛

时，南京的突发疫情不仅打乱了很多人的原有计划，而且感染人数不断增加时，部分民众认为新冠疫苗并不能从根源解决感染的

问题，这一结果导致民众的情绪瞬间紧张慌乱，原有的乐观情绪受到了打击，甚至部分民众开始觉得疫苗并无太大意义。在一片

舆论混乱中，很多人因为没有医学专业知识，对于疫苗的作用开始持悲观态度。 

3.2对旅游业的打击带来的社会压力 

南京疫情暴发时间恰逢暑假时期，不少学生以及学生家长都有出游计划，南京作为经济发达的新一线城市，不仅是六朝古

都，也是许多大型活动的承办地。南京疫情暴发，许多大型活动的取消，不仅影响了市民的娱乐生活，也阻碍了游客的活动，不



 

 3 

利于舒缓民众紧张的情绪，网络上的抱怨声也此起彼伏。南京本地的旅游业受到了重创，别说游客，市民也无法外出消费，不少

商家也无可奈何。在多种社会角色的利益受到冲击时，如果无法排解社会压力，就给舆论的环境带来了悲观的情绪。 

3.3维持经济与疫情防控的冲突 

城市在抗击疫情的同时，如果仍能维持经济活动的良好运行，是难上加难的事情。照搬去年的居家隔离模式对于防疫工作来

说相对简单，但是如何在疫情期间维持经济活动，才是综合考量过的最优解。去年的疫情已经给社会和许多家庭带来了经济上的

打击，如果再次实行封家，只会使许多家庭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要做到经济不停摆，需要较高的政策弹性与平衡能力，但是在

这方面南京政府欠缺相对经验，在探索疫情下经济模式的运行方面缺乏时间的积累，这就造成了部分以偏概全的舆论斥责政府

只顾生产总值，不在乎市民生命健康，给处在慌乱期的政府带来了舆论压力。 

3.4初期防疫政策的不成熟 

江苏作为防控疫情较为严格的地区，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还派出多支专业医疗队伍前去支援。此次疫情的起源地禄口机场

作为重要交通枢纽，虽然政府总体对疫情防控高度重视，但是由于部分相关管理人员却存在侥幸心理，在初期没有及时上报疫

情，造成民众措手不及，带来了突发社会恐慌。由于缺乏疫情相关处理经验，政府禁止黄码人员外出，造成了一部分市民的出行

困难。初期的核酸检测也无法布点到位，台风“烟花”的到来给核酸检测工作带来了中断。这部分处理不当的政策给市民带来了

压力，这些压力带来的舆论对于南京市政府非常不利。 

4 基于南京疫情分析网络舆论的危机管理对策 

4.1优化舆论资源整合，稳固网络舆论高地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在偏好选择中，民众也更加倾向于选择各种具有交流优势和娱乐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在这种情况下，政

府的信息优势被分散，与民众沟通的效率也受到了减弱。在这次疫情处理进程中，东部机场集团和禄口机场的问责虽然都在第一

时间落实，疫情的溯源问题也在后续的发布会做出了解释，但是南京政府在诸如微博、论坛等平台没有做出时效性强、针对性强

的信息发布。民众无法在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这就形成了民众对于政府处理问题的负面形象定式。当发布的时效性过了之

后，很难通过后续的补充报道扭转已经形成的负面情绪，所以造成了后期难以消除的舆论压力。这就需要推动政府在治理网络舆

论决策方面的改革和转变，在搭建公共舆论宣传平台与媒体合作方面做出进一步的优化，加强政府公众号、微博官方账号的推

广，利用政策优势整合多种传播资源，占据舆论调控者的主导地位，进而使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有效的互动对话机制。 

4.2及时接受民众监督，精准响应民众需求 

民众的监督是真实严谨的，办好线下事情是做好线上舆论的基础，只有落实民生，才能收获声誉。在此次疫情跨区大数据统

计中，由于数据精准度不高，出现了部分本该是绿码的市民变黄码，从而寸步难行的危机。由于黄码无法搭乘交通工具，不少市

民为了转绿码历经了众多周折。在这期间，南京本地市民在网络的求救频发，舆论对南京政府在大数据管理的精度颇有质疑。在

这样的舆论环境下，南京政府在管理方面所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不失为一次完善政府责任制度的机会。随着公民参与意识与权

利意识的不断提升，民意对于政策的指导作用越来越强大，通过这次疫情的考验，南京政府已经积累了相关危机管理经验，在今

后如何做到第一时间了解民众所需，响应民众所呼，应该已经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3依托经济文化优势，加强舆论技术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打好主动仗，防患于未然”。这段话为舆论危机管理务实工作提供



 

 4 

了重要思路，在网络舆论的危机管理工作中，大数据不仅可以实现舆论动态监测，也能预判舆论危机走向，指引政府与民众的沟

通方向，将风险降到最小值。南京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地，不仅在网络技术支持上具备资金优势，南京的众多高校在网络

技术研究方面也孵化了很多重点课题，南京各大各专业机构和组织在对网络舆论研判方向也拥有特殊的技术优势。虽然在初期

南京的疫情大数据存在技术纰漏，但是在后期依托资源优势，做到了及时的技术跟进，南京诸多高校在疫情分析数据报告方面都

做了积极的分析，充分体现了科技硬技术在网络舆论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此次疫情收集到的宝贵数据将是丰富的资源库，南

京政府在后期如何依托技术优势开展疫情恢复生产工作，完善南京本地公共网络交流平台，都需要探索进一步的技术支持。 

4.4发挥专家公信力量，稳定社会舆论环境 

在抗击疫情期间，以钟南山、李兰娟为代表的一众专家以杰出的成绩受到了公众的一致尊重与肯定。钟南山院士在 2021年

7 月 31 日表示：“南京疫情我倒不大担心，管控方面做得非常出色，这是大城市”。在面对部分舆论对疫苗的质疑方面，钟南

山院士表示，大规模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需要 2-3年的全球协作。李兰娟院士也在 7月 31日接受中国新闻网专访时表示南

京疫情处置能取得成功，迅速将疫情控制住。面对专家的一致肯定，网络舆论对于南京疫情管控的质疑得到了安抚。面对网络舆

论突发事件的压力时，专家的正面意见能有效安抚民众恐慌情绪。所以在应对疫情突发危机时，政府不仅需要舆论管控技术上的

硬支持，也需要得到专家公信力的软支持。 

5 结语 

虽然经历了曲折，但是南京在较短时间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次的抗疫成绩让民众充分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

民群众普遍肯定抗疫成效。在巩固抗疫成果的同时，政府只有不断凝聚社会力量，把网络舆论治理更好地和“以人民为中心”联

系起来，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为人民营造更舒适、更清朗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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